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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进行鼓励和支持，对学生做得不合适的地方，指导他

们及时改进，如有需要，则进行适当的补充调查。

3、开展红色旅游

红色旅游是以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，

以传承红色文化为主要目的，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依托的主

题性旅游活动。显然，红色旅游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

功能。革命文化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红色旅游也

可成为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条重要

途径。广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

早的地区之一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拥有丰富

的革命文化资源，要利用红色旅游，推进广西革命文化融

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，必须认真选取红色旅游目的

地，精心设计红色旅游经典线路。

广 西 革 命 文 化 的 红 色 旅 游 经 典 线 路 可 以 以 时 间 为 序

来设计，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革命活动主要涉及国民大革

命时期的早期革命活动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百色、龙州

起义、湘江战役、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抗战、解放战争时

期的游击斗争，可选取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纪念场馆：

韦拔群纪念馆、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、百色起义纪念

馆、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

旧址、桂北革命武装起义纪念公园、陈光烈士墓作为红色

旅游目的地，组成红色旅游经典线路。

广西革命文化的红色旅游经典线路也可以以空间为序

来设计，广西革命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桂林、百色、河池

三个片区，以这三个片区为基础也可组成红色旅游经典线

路。组织开展红色旅游能够推动大学生学习革命精神，接

受革命传统教育，振奋精神、放松身心、增加阅历，学到

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。但在红色旅游过程中，教师要积极

引导大学生细心观察、记录，向沿途纪念场馆工作人员和

周边的群众虚心请教，同学之间互相交流，最后提交详细

的社会实践报告。

（三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改进教学方式

面对信息时代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，为广

西革命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新的教学

方式。尤其是当前正处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，基于广西

革命文化资源的线下社会实践活动受到诸多限制，充分利

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打破时空限制的线上教学显得尤为重

要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

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：

一 是 开 辟 网 络 课 堂 。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师 可 积

极联系广西革命文化相关的纪念场馆和网站，将具有代表

性、典型性的广西革命文化资源不断推送到高校思想政治

教育网络课堂上，在校园网上开辟广西革命文化的专题板

块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新平台、新方式。

二是开展虚拟仿真教学。虚拟仿真教学中用一个系统

模仿另一个真实系统，许多场景是现实世界的再现，大学

生可借助视觉、听觉及触觉等多种传感通道与虚拟的广西

各地革命文化资源进行充分的交互，使大学生身临其境，

从而产生沉浸感。显然，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弥补了常态化

疫情防控时期难以开展经常性的革命文化实践活动的缺憾。

三 是 搭 建 “ 大 教 学 平 台 ” 。 各 高 校 、 各 纪 念 场 馆 及

其他相关部门也可尝试搭建跨地区、跨城市的“大教学平

台”，实现广西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资源共享，便

于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。

四 是 进 行 线 上 交 流 。 教 师 在 开 展 广 西 革 命 文 化 资 源

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过程中，针对部分有疑问

的学生，教师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生进行线上交

流，及时与学生沟通思想、解疑释惑，更好地把握学生的

思想动态。

总之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时强调

的：“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，充分运用

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，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

奋斗历程，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

和社会主义，进一步坚定‘四个自信’”，我们应该充分

认识到广西革命文化资源的重要价值，采取各种行之有效

的途径将广西革命文化资源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

课教学中，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

方式，从而不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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